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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1世纪中国语言文学通用教材：中国传统文化教程》是一部适合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通识教育的
中国传统文化教材。
编写者总结以往的教学心得，参考最新研究成果，以文化自身演变的历时性为经线来组织各“章”，
以制度演变、哲学思想、文化交流、科技进步、文学繁荣等文化事项等为纬线来组织各“节”，文化
事项在各章节之间“互见”补充，史论结合。
　　本教材紧密结合高等教育的特点和学生的知识需求，注重知识性、趣味性、可读性的统一，对于
高校师生而言是一本难得的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教材，对于其他有志于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读者而言
也是难得的入门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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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中国文化的这种经学传统，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首先，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各个方面都有广泛渗透。
在先秦，儒学不过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但是一旦成为"经"，便在政治力量的推动下，渗透在精神文
化和物质文化的各个领域。
史学、哲学、教育、科学、艺术、法律，无一不渗透着经学的影响。
汉代人以"经"为"常道"，意谓不变的原则，因此后人又提出"文以载道"、"艺以载道"，甚至在衣食住行
等社会文化方面，也遵循着一种"道"的原则。
这个"道"，主要就是指儒家思想。
 其次，在经学的影响下，科学未能充分独立。
经学是一门笼统的学科，即就五经而言，就已经包含了人文科学及某些自然科学。
例如孔子就说过，读《诗经》，可以增加对鸟兽草木之名的认识。
因此可以说，经学本身并不排斥自然科学，相反，儒学中的理性主义以及某些思辨方法，对自然科学
甚至还有启发作用。
但问题的关键是，经学以它自成一套的体系，凌驾于一切知识之上，无形中排斥了科学的独立。
有人将中国古代融汇各门知识的"类书"与西方的"百科全书"进行比较，得出了很有说服力的结论。
例如，在唐代类书《艺文类聚》中，共有46个"部"，其中以自然为主题的，按字面含义，只有天、地
、山、水、火、木、兽、鸟等16部，其余都是关于人和人的创造物的。
其他的类书如《北堂书钞》、《初学记》、《太平御览》、《渊鉴类函》等，也都大体如此，关于自
然的知识不仅所占比例很小，而且地位也远在经学之下。
而在西方，情况就不大相同。
从西方的早期百科全书《学问之阶》起，就贯穿着古希腊"以自然本身来说明自然"的哲学观点，基本
以事物的客观本质及其相关的逻辑作为分类的主要依据。
因此，在经学的学术体系之下，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只能走自己的独特道路。
 最后，经学传统对中国宗教的发展，也产生着一定影响。
在中世纪诸文化体系之中，宗教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如基督教在欧洲、伊斯兰教在中东阿拉伯广大地区、佛教在印度及东南亚地区，其文化影响都是极其
深远的。
而在古代中国，宗教的影响相对而言就比较薄弱。
对这一客观的文化现象，虽然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探索，但从历史的事实来看，经学传统对宗教
发展的制约则是显而易见的原因。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传统文化教程>>

编辑推荐

《21世纪中国语言文学通用教材:中国传统文化教程》紧密结合高等教育的特点和学生的知识需求，注
重知识性、趣味性、可读性的统一，对于高校师生而言是一本难得的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教材，对于
其他有志于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读者而言也是难得的入门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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